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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科要闻 

我校获得 27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创历史新高 

日前，2014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含西部项目）评审立项结果

公布。云南大学有 27 项课题获得立项，资助经费总额达 540 万元，

创历史最好水平。其中，一般项目 12 项、青年项目 9 项、西部项目 6

项，立项总数居全国高校前列。在全省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中，云南

大学以领先第二名 9 项的佳绩继续遥居榜首，立项数占到全省立项总

数的 22.13%。 

本次立项呈现如下特点：一从学科分布来看，获资助项目涵盖 13

个学科，分别为中国历史 4 项、民族问题研究 4 项、国际问题研究 3

项、应用经济 3 项、宗教学 3 项、理论经济 2 项、中国文学 2 项、马

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 1 项、社会学 1 项、法学 1 项、政治学 1 项、

新闻学与传播学 1 项、体育学 1 项；二就学科立项数分析，既保持了

在中国历史、国际问题研究、民族问题研究、经济学等领域的传统学

术优势，也彰显了在宗教学、社会学、新闻学与传播学、体育学等方

面的较强发展态势；三就项目承担单位来看，人文学院、民族研究院、

发展研究院、国际关系研究院获得项目较多，表现稳定；四就项目负

责人分析，12 位学者为第二次或第三次获得资助，此外青年学者也渐

成主力，最年轻者仅有 28 岁。 

显著增强学术话语权和学术影响力，是云南大学建设中国一流、

世界知名区域性高水平大学的重要支撑。云南大学历来高度重视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申报工作中注重挖掘、调动、

发挥相关单位的科研积极性和主动性，从宣传布置、预申报到技术把

关等各个环节都有条不紊地进行。近几年，在文科各单位的大力支持

下，学校国家级项目的立项数和经费总额逐年攀升，形成了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的良好局面。 

当前，云南大学在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建设高水平创新平台、打

造高端智库等方面屡出实招，不断夯实独具特色的学术优势，同时力

争在民族问题、边疆治理、国际关系、国家安全、生态文明建设等方

面产出一批原创性重大理论成果，提升国际学术地位。 

 

我校新增 3 个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日前，云南省第三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名单正式出炉。云南

大学有 3个基地获准设立，分别为：云南产业发展与经济运行研究基

地（首席专家召集人：杨先明）、云南缅甸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召集

人：李晨阳）、云南汉语言文学与中华文化认同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召集人：段炳昌）。云南大学新增基地数占此次全省获批总数的三分

之一。 

目前，连同 2007 年设立的云南生态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

云南民族文化与文化产业发展研究基地及 2009 年设立的滇学研究基

地、周边地区安全与区域合作研究基地，云南大学已有 7 个省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基地。在哲学社会科学平台建设方面继续走在全省高校前

列。 

云南大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向来以基础扎实、特色鲜明、优势

突出著称。此次新增的 3 个基地均体现了这一特点。据悉，云南大学

将通过规范学术研究、产出创新成果、推进学术交流、培养创新团队、

带动学科建设、促进成果转化等，真正发挥好基地作用，推动全省哲

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我校再添 2 个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 总数达 13 个 

日前，2014 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名单公布，10 个

团队获立项建设，5 个团队获培育建设。此次，云南大学再创佳绩，

云南高原历史地理创新团队（带头人：陆韧）、云南人口转变与云南

人口发展研究创新团队（带头人：吕昭河）双双获得立项建设，边疆

多民族地区的价值观建设与认同整合、沿边开放中的重大法治问题两

个研究方向需先行培育。目前，云南大学的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

已增至 13 个，占全省获批总数的三分之一，稳居省内高校和研究机构

首位。 

云南大学的历史地理研究起步早、基础实，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

云南高原历史地理创新团队 9 名成员（校内专职 5 人、校外兼职 4 人）

中 8 人具有博士学位，其中 1 人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1 人获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该团队将在云南高原历史自然地理、

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等方面进一步开展创新研究。 

云南大学的制度人口学、老年人口学、民族人口学研究居国内领

先地位，具有较强的学术竞争力。该团队将开展云南人口均衡发展、

云南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人口经济运行系统等的研究，以期

在保持既有研究特色和学术优势的基础上，实现人口学基础理论及在

云南实证与应用决策上的创新。 

实施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建设，旨在形成优秀人才的团

队效应，提升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据悉，创新

团队在三年建设期内将获得 20 万元的经费资助，获培育的研究方向考

核合格后将转为正式团队并加以建设。 

 



 

成果专题 

我省第十七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揭晓 我校 35 项成果

获奖励 

2014 年 5 月，云南省第十七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结果

揭晓，160 项成果获奖。云南大学有 35 项成果获表彰奖励。其中，一

等奖 4 项，占 26.7%；二等奖 10 项，占 32.3%；三等奖 21 项，占 18.4%。 

4 项一等奖成果为：《经济失衡下人民币利率、汇率调整与联动

效应》（王健康，著作）；《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周平，

著作）；《云南边境民族地区非法移民问题及其治理研究——以河口

瑶族自治县为例》（罗刚，著作）；《对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反

思》（李晨阳，论文）。 

10 项二等奖成果为：《民国政治结构变动中的云南地方与中央关

系研究》（陈征平，著作）；《石质文物保护》（刘强，著作）；《乡

人说事：凤羽白族村的人类学研究》（李东红，著作）；《寻找迷失

的象牙塔》（董云川等，著作）；《地缘政治视野下的西南周边安全

与区域合作研究》（卢光盛，著作）；《传统的继承与重构——巍山

回族圣纪节的当代变迁》（桂榕，论文）；《云南少数民族说唱文学

的类型及特征》（董秀团，论文）；《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application of water hyacinth for eutrophic water 

treatment coupled with biogas production》（王赞信，论文）；

《国家视域中边疆与边疆观念的演变：:内涵、形态与界限》（张健，



 

论文）；《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Backgrounds 

on the Social and Academic Adjustment of Sudents at an Ethnic 

Minority University in China》（吴玫，论文）。 

《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实

践》（袁群，著作）等 21 项成果获三等奖。 

云南大学的获奖成果有四个特点：一是科学性、创新性和实效性

强，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较大的应用价值；二是学科分布广，主要

涉及马列﹒科社、党史·党建、哲学、理论经济、应用经济、法学、

国际问题研究、中国历史、考古学、民族问题研究、中国文学、语言

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教育学、艺术学等；

三是外文成果一家独秀，全省仅有 2 篇发表在国外期刊的外文成果获

奖，均为云大学者撰写，极大地凸显了云大文科科研工作者的国际对

话能力；四是一批青年学者在评奖中脱颖而出，体现出云大文科的较

强发展后劲。 

本次是新评奖细则实施的第二年。按照这一细则，近两年连续申

报并已获二等奖以上者不得参加评选。在这一不利条件下，云南大学

的获奖成果数仍居全省首位。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由云南省人

民政府设立，每年评选一次。 

 

杨寿川教授主持的国家级课题研究成果获优秀鉴定 

2009 年，由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教授杨寿川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特别委托项目（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子课题《云南矿

http://www.npopss-cn.gov.cn/NMediaFile/2012/1227/MAIN201212270906000064576684851.doc
http://www.npopss-cn.gov.cn/NMediaFile/2012/1227/MAIN201212270909000094520931598.doc
http://www.npopss-cn.gov.cn/NMediaFile/2012/1227/MAIN201212270909000215339109340.doc


 

业开发史》获得立项。2014 年年初，该课题以“优秀”等次通过成果

鉴定。同名专著《云南矿业开发史》也于 2014 年 1 月经由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付梓刊行。 

《云南矿业开发史》逾 58 万字，结构严密、视角新颖、系统深入、

扎实厚重。是书分为古代篇和近代篇，时间跨度达 3000 年。全书以

经济史的理论与方法通而贯之，对云南矿产种类的多样性、矿产开发

的持续性、矿业发展的阶段性、优势矿业的领先性、矿业开发的重要

性均有论述，为读者真实再现了云南这一“有色金属王国”的形成过

程。 

《云南矿业开发史》是杨寿川教授持续攻关和认真研究的结晶。

杨寿川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史和云南地方史研究，已退休多年。古

稀之年，仍积极申报高层次课题并潜心研究，矢志不移终偿学术夙愿。

他的这种学术精神是云南大学老教授群体的集中体现，其也为青年学

人树立了榜样。 

 

《中国社会科学报》刊发张永宏教授关于中非合作意义的文

章 

5 月 11 日，李克强总理访问肯尼亚时说：“中非 23 亿人携手发

展，将会改变世界格局。”就此，2014 年 5 月 16 日出版的《中国社

会科学报》（第 596 期）刊发了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非

洲研究中心主任张永宏题为《中非合作具有全球意义》的解读文章。 



 

文中，张永宏教授认为，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

中国家最为集中的大陆，中非合作不仅在南南合作中举足轻重，而且

在推动世界良性发展方面承载着丰富的全球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五个

方面：一是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二是破解南北矛盾；三是支撑全球

发展转型；四是维护全球性自然资源安全；五是促进文明间的对话、

交流与互鉴。 

 

学术活动 

西南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为推动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以下简称“西南边疆

项目”）可持续发展，按照项目专家常委会的工作安排，由中国社科

院科研局“西南边疆项目”办公室主办，社科文献出版社、云南大学

承办的“西南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于 6 月 10 日至 12

日在昆明组织召开。 

全国社科规划办副主任杨庆存、中国社科院副秘书长晋保平、项

目专家委员会主任马大正、中国社科院人事教育局副局长、“西南边

疆项目”办公室主任刘晖春、中国社科院科研局副局长陈文学、云南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瑞才、云南大学校长林文勋、云南大学党委副书

记张昌山、云南社科院副院长杨正权、项目专家委员会部分专家委员，

以及全国社科规划办、云南、广西两省区社科规划办相关领导，中国

社科院、云南大学、云南社科院、云南民族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广



 

西社科院、广西民族大学的部分学者和社科文献出版社相关同志出席

会议。 

会上，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瑞才、云南大学校长林文勋、云

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张昌山、云南社科院副院长杨正权分别致辞。中国

社科院副秘书长晋保平、“西南边疆项目”专家委员会主任马大正、

中国社科院科研局副局长陈文学发表讲话，着重从项目课题结项、成

果出版与转化、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等角度，总结了西南边疆项目自

2008 年启动以来项目进展情况，对项目的二期发展提出了相关计划和

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西南边疆项目”办公室宋学立报告了

项目管理工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社长宋月华报告了项目

出版的总体情况。广西、云南两省区规划办负责同志分别介绍了两省

区“西南边疆项目”承担情况、课题完成情况，特别是“西南边疆项

目”对两省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推动作用。提出了做好二期项

目申报和组织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围绕“西南边疆项目”的进一步发展，与会领导和广大专家提出

了做好项目二期申报、组织管理以及研究选题设计等方面的意见和建

议。 

在听取了项目总体进展情况和与会专家发言后，全国社科规划办

副主任杨庆存高度肯定了“西南边疆项目”启动以来开展的各项工作。

认为这次研讨会内容实在、问题具体、交流充分、信息丰富，取得了

很好的成效。 

 



 

中国社会科学院冯颜利研究员在学校讲授核心价值观 

5 月 16 日，云南大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讲座暨

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系列高端学术讲座在呈贡校区开讲。本次讲

座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副

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专家冯颜利研究员，以《核

心价值观：从仁义礼智信到人义法自信》为题，为学校师生献上了一

场精彩的报告。校党委副书记张昌山、党委宣传部、马克思主义学院

等相关单位负责人以及师生代表一同参加讲座。 

冯颜利研究员从我国目前的社会价值观为切入点，阐述了一个成

熟的社会需要有一个成熟的核心价值观的观点，并指出目前中国社会

价值观与成熟的价值观尚有差距，需要我们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冯颜利研究员认为，要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有现实针对

性、便于大众化的角度进行价值观的形成、培养，充分体现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实质，体现现实针对性，从仁义礼

智信进步到人义法自信，形成特色鲜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张昌山主持讲座，并简要介绍了冯颜利研究员的情况，向冯颜利

研究员为学校师生贡献精彩的讲座表示感谢。张昌山希望通过马克思

主义学院系列高端学术讲座这个平台，邀请更多的名家大师，为师生

们贡献更多精彩的讲座，提高师生学术视野，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林文勋校长应邀赴陕西师范大学讲学 

7 月 7 日上午，筹备已久的“西部大讲堂•历史学论坛”在陕西师

范大学雁塔校区开幕。云南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林文勋应邀

出席，并作为首位授课专家作了题为《中国古代史的主线与体系》的

高端学术讲座。本次论坛由陕西省教育厅、陕西省学位委员会与陕西

师范大学联合开设。 

近年来，林文勋教授带领团队成员在其所开创的中国古代“富民

社会”研究领域取得诸多重要成绩，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演

讲中，他以“民”的演变为主线，对中国古代史的体系进行了重新建

构。根据他的研究，“民”在中国古代经历了从先秦依存于部族到汉

唐出现“豪民”，唐宋以来崛起“富民”，近代以来逐渐形成“市民”

的历史进程。相应地，中国古代社会经历了从“部族社会”到“豪民

社会”，再到“富民社会”，并走向“市民社会”的演进过程。他认

为，“富民社会”是解构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显然，这一

极具创新性的中国古代史体系有别于以往的历史分期法则。来自全国

各高校历史学及相关学科的青年教师和博士研究生认真聆听了讲座，

颇受启迪，反响热烈。 

“西部大讲堂•历史学论坛”是经教育部批准立项的“研究生创新

教育计划”项目。该项目主要面向西部地区，聘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以

大讲堂形式为所招收的学员进行专题讲座和授课，致力于推动历史学

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史学青年的成长。本次论坛也是陕西师范大学 70

周年校庆系列学术活动的一部分，将持续 4 天。 



 

工作简讯 

我校召开重大项目预研究选题讨论会 

2014 年 7 月 7 日，社科处邀请了 10 余位专家，召开今后几年国

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大课题的选题征集讨论会。 

 

我校召开学习《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座谈会 

2014年 7 月 15日，在科学馆 11会议室，社科处和科技处合作，

牵头组织了，会议由肖宪副校长主持。会上各单位分管领导和部分教

师代表踊跃发言，对于我校如何明确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的定位和职

责，完善学术委员会制度等问题做了探讨。 

 

社科处新主页上线运行 

近日，社科处对网站进行了升级和改版，主要对网站首页的二级

栏目进行了内容更新和添加，对社科处网站首页的布局以及页面风格

进行了精心的布置和调整，增加了基于微信平台的移动互联网访问等

先进技术，实现了社科处网站的全面升级和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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